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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时代风起云涌，艺术家应该

以怎样的艺术作品记录大事件、为
站立在时代潮头的人物画像？5月

21日至 8月 14日的三个月里，中
华艺术宫宏大宽敞的展厅空间里，

将迎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
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

篆刻作品展览、全国优秀摄影作品

展览，将展出包括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和水彩（粉）画等门类的美

术作品 600件左右、书法篆刻作品
300件左右、摄影作品300件左右。

事先现场评议的评委们有一
个不约而同的发现———参加展览

的大尺幅作品尤其多。作品的艺术
价值与作品的尺幅大小有直接关

系吗？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
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给出了答案，

在更大的尺幅上，艺术家们放开笔
来，以大美之意描绘时代感受，这

一新变化，在十二艺节的美术展览
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小画可以画

得很精，而大画更能体现气象。”

大时代 大作品
历来，社会发展前进中所爆发

的能量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

感，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以他们的审美
表现形式承载丰富历史内涵，成为一

个时代的摇旗呐喊者与代言人。
1953 年由董希文创作的

《开国大典》，原作尺寸为 405

厘米×230厘米，描绘了 1949 年
10月 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场面气势

恢宏，这是国家与民族行走至一个
重大历史时刻的集体记忆，充满了

新中国诞生时中国人意气风发的豪
情。20世纪 80年代初，罗中立以一

幅油画《父亲》震惊中国画坛，原作
尺寸是 216厘米×152厘米，饱含

深情地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
象，沟壑纵横的脸上是朴实憨厚的

老农形象，不斑斓夺目，也不激越

荡漾，却深深震撼了中国人的心。

“如今传统文化氛围愈加深
厚，国家发展气象愈加丰沛，美术

也需要脱颖而出一批时代气象的
大画。”范迪安说。艺术尽管不以大

小定优劣，但有了艺术节宽阔的平
台，艺术家要以更加丰富的形象，

更加扩大的语境来反映时代发展

的节奏，传达和时代相契合的感
受。“大舞台要上演大戏，大画更能

体现时代的整体气象，艺术家要有
创作史诗的勇气。”他认为，创作大

画，除了美术界的自觉探索，也和
这些年各地重视支持一大批主题

性美术创作有关。在上海，就先后

组织了历史文脉、中华创世神话、
时代风采等美术创作工程，为艺术

家创作大画积累了丰富艺术经验。
此次展览选取了十几幅时代风采

工程中的精彩作品，大到上海进博
会，小到支部里的年轻人，它们从

各个角度展现上海新时代的方方

面面，成为展览亮点之一。
在雕塑创作方面，有木雕、石

雕、青铜、综合材料等，其丰富性和
多元创造意识非常鲜明，写实写意

抽象装饰等尤其在创作语言上有
了自己的特色。中国美术馆馆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透
露，“这些作品承载着时代发展和

艺术发展的重要印记。”

大空间 大尺幅
在书法篆刻方面，此次呈现的

大尺幅书法作品有 20余幅，其中

宽 10米以上作品有 4幅。“大字作
品更适合挂起来看，大字作品以气

取胜，通过气带动浑然天成。”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陈振濂评价。

正草隶篆行，每一件作品都有
自己的风格，大作品给予观众的酣

畅淋漓之感扑面而来。此番十二艺
节大尺幅书法作品的涌现，与中华

艺术宫展厅拥有其他普通美术馆无
法企及的空间层高有着密不可分关

系。空间“无极限”，则创作天地宽。
“这次作品中可以看到有特别

多的超大作品，对书法展览习惯的

观感是有突破的，与原来看过的展，
会有不同的体验。”陈振濂说。

大城市 大影响
美术、书法篆刻和摄影三大展

览汇成视觉艺术的盛宴，集中在中

华艺术宫举行，这是中国艺术节举
办历史上一次创举。这和上海重视

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息
息相关，与上海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建构，为视觉艺术建构立交

桥式的多维平台的努力分不开。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尤其

赞叹了中华艺术宫的空间功能转
换，他认为，世博会之后，如何把世

博遗产转化为艺术发展的基地，中
华艺术宫这样国际级的艺术重镇

的成功作出了一个标杆，并以此为
核心，一系列艺术场馆的建成和改

造都形成了世界级的影响，这是此
次艺术节举行的文化背景和基础，

如此举措，令人叹服。
从西学东渐起，上海就是现代

绘画的策源地，在艺术教育方面始
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始自西方的油

画如此，海派艺术的独有气质更是
有目共睹，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冯远

认为，“从上海参展的作品上来看，
绘画语言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

统中国画语言不同，有鲜明时代
感。从写实出发，略带夸张的变形，

大多数作品到了比较好的水平。”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尺幅 时代 气象
聚焦中华艺术宫“三展”中的大作品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期间，美术、书法篆刻、

摄影三个国家级专业展览首次在

同一场馆同时呈现，非常难得，更显
珍贵。正如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

磊所言，这些作品代表着中国当下
视觉艺术的最高水平。三大展览齐

聚中华艺术宫，得益于得天独厚的

场馆条件，更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

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力量，良好的艺

术生态，包容创新开放的城市品格。

艺术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令人们从四

面八方汇聚而来，年轻艺术家、老艺术
家、艺术经纪人、各个年龄层次不同国

籍的艺术爱好者……他们都能够在
这里找到自己与艺术的联结点。

一座城市的形象， 常常以艺

术作品为标记，一座雕塑、一幢建
筑、 一件装置……时代的印记也

不可磨灭地印刻在这些艺术品
上，本次展览上的作品，不仅仅因

为物理意义上的 “大” 而被人铭
记，更重要的是，它们绘出了大时

代里的精神画像。 徐佳和

不仅仅是尺寸上的“大”马上评

■ 李前油画《支部里的年轻人———上海陆家嘴国企党建生活纪实》

■ 谭根雄油画《“一颗核桃”里的精准扶贫（上海援疆）》 中华艺术宫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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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的今

天，凭借着坚定信
仰和一腔热血支

撑起“永不消逝的
电波”的革命者李

白英勇就义。今
天，人们聚集在中

共四大纪念馆国
旗广场，纪念、缅

怀李白烈士。湛蓝
的天空下，红色幕

墙分外鲜亮，“电

波不逝 信念永
存”八个大字熠熠

生辉。

一早，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的两位主创王

佳俊和朱洁静，跟
随上海歌舞团团

长陈飞华去参加

了纪念活动，再度
走近英雄人物，走

进他们的内心，体
会隐秘战线中瞬

息万变的复杂环

境和不见硝烟的
残酷斗争。

尽管李白烈士已经离开了整整

70年，但那承载着勇气和信仰的“红
色电波”却始终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们从未曾忘却地下工作者们作出的
英勇牺牲，也未曾忘却那敲击在心头

的“滴滴”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就是根据以李白烈士为代表的党的地

下工作者斗争故事改编，5月中旬，该
剧将作为开幕式演出及参演剧目亮相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李白牺牲的时候才 39岁，和如今
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李侠

的八零后演员王佳俊几乎“同龄”。王
佳俊说：“同样的年纪，他们所处的残

酷的斗争环境、经历的时事艰难和内
心煎熬，都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我们

唯有通过一次次参观和采风，去了解、

去走近、去感悟，唯有透过那些遗留下
来的书信上的质朴语言，去感受文字背

后那被深深隐藏的情感。”让王佳俊最
为感慨的是———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斗

争环境中，他们的信仰从未动摇，理想

之光从未黯淡，“所以我们要更要珍
惜、感恩每一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今日，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很多

中小学生，也有以李白命名的班级和
中队。这让朱洁静感受到了这座城市

的温度，感受到了人们内心对英雄的
情感。“即便整整 70年过去了，人们从

未有一天忘却这些地下工作者为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所做出的牺牲。”纪念
活动让朱洁静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
的红色基因，感受到作为这个城市的

人身体里所流淌的红色血液，“今天的
纪念活动仿佛是一次在舞台和排练场

之外的特别相遇，让我们再一次‘遇
见’李侠，‘遇见’永不消逝的电波。”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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